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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国家要实现繁荣稳定、走向富强和谐，根本在于建立健全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
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推动建立健全社会运行的动力
机制与制衡机制，使社会既动力强劲、活力十足，又制衡有力、公平正义，使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既极
大丰富，又为广大公民所公平分享，实现既有动力又有制衡力的有机统一、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有机
统一，保障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人民的根本权益得到法律的永久保护与公民的自觉维护，不因领导人的
改变而改变，从而从根本上保障社会能够永续发展、持久繁荣、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这就意味着，如果从效率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正义都十分重要，是人类社会运行不
可或缺的双翼。
没有效率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效率，两者互相依赖、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不过，如果深入到事物的根本上进行分析，就可发现，效率是人和社会生存发展的手段与工具，而公
平正义则是人和社会生存发展的目的与价值所在，并且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和源泉所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公平正义比效率更为根本。
　　那么，公平正义何以如此重要呢？
其重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不妨从以下两大方面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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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核心结论是，中国要实现繁荣稳定，实现富强和谐，根本在于健全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制衡
机制。
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在公平正义的条件下，实行民主法治，既保障人的原动力、生产力的物质动
力、国家的政治动力、文化的精神动力得到充分发挥，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全而的发展，社会物质义化
财富得以不断涌现，全社会充满活力；又保障利益制衡、官民制衡、结构制衡机制得以健全运行，使
利益在全社会得到相对均衡地分布，社会物质文化财富为广大人民所公平分享，全社会和谐有序，实
现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有机统一，从而保障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人民的根本权益得到法律的永久保护，
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实现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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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我国公民以广泛的自由和权利①，为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激发人民的创
造动力，促进全国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⑦。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③”以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2004年修正）来说，就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和人自身等各方面赋予了公民以系统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体系（参见表1）。
具体如下：《宪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
条和《宪法》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
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等处对公民的自由
和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
由，通信自由（及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婚
姻自由；和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诉愿
权（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劳动权，劳动者休息权，
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
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
国家保护，保护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和利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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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得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
有了这样一个政党的国家，比没有这样一个政党的国家显然要稳定得多。
没有政党或者有许多弱小政党的国家是最不稳定的。
”　　“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
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　　“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
”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受益，因为这种冲突
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改造，保证它们在变化的条件下延续下去。
”反之，“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把把灾难性的崩溃
的危险增大到极限。
”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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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社会的运行状态是由社会动力机制与社会制衡机制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繁荣稳定论:国家何以富强和谐》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从建立健全社会动力机制与社会制衡机制的角度研究了如何实现社会繁荣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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